
未成熟的上皮*棘上皮*上皮内肿瘤及浸润癌#因上皮内缺乏糖

原#故碘不着色#称为碘试验阴性)

近年来有关宫颈癌的病因学研究表明#生殖道感染高危型

,WU

是宫颈癌和癌前病变的主要危险因素#

$##b

的宫颈癌患

者为高危型
,WU

感染阳性#

49b

高级别病变为阳性#提示

,WU

感染与宫颈癌具有病因关系#

,WU

阴性者几乎不会发生

宫颈癌$

44b

阴性预测值'

$$

(

%#但是
,WU:e0;

的检测成本较

高#收费也较高#不适合经济欠发达地区作为常规宫颈癌普查

的项目#它可作为宫颈癌治疗后的监测指标)

因此#

/)/

可作为宫颈癌普查首选方法#

/)/

检测发现

异型细胞#需进一步行阴道镜检查#阴道镜下可观察宫颈表面

上皮*血管变化#并通过醋酸试验及碘试验#判断宫颈病变程度

和性质#并选择异常病灶区进行多点活检#避免盲目活检#保证

活检的准确率)在临床实验中#

/)/

测试子宫颈细胞样本的

数量#可以明显提高癌变细胞的检测率#并相应减少需要重复

做巴氏测试的次数#从而降低了患者因被重做测试而引起的不

必要的担心)因此#凡有性生活史的女性#每年均应做至少一

次妇科检查和宫颈细胞学筛查'

$1

(

#在宫颈病变的诊断治疗过

程中#我们严格遵循细胞学*阴道镜和组织学活检三阶梯式诊

断程序#提高诊断准确率#争取早发现宫颈早期病变#最大限度

降低宫颈癌发生率和病死率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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尿液分析中体位因素对检测结果的影响

张
"

纯$

!阿赛古丽1

#

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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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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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
"

要"目的
"

探讨尿液检测中体位因素对结果的影响!认识其危害程度%方法
"

对我校工作性质不同的专职教师与机关干

部两组健康体检人员进行尿液干化学分析和尿沉渣显微镜检查%结果
"

从事专职教师中其尿液中蛋白质"

W*Q

$&隐血"

2]e

$&红

细胞"

*2)

$和尿胆红素"

2(]

$阳性率明显高于机关干部!差异有统计学意义"

B

%

#3#"

$!而尿糖"

-]X

$&亚硝酸盐"

0(/

$&比重

"

R-

$&酸碱度"

W,

$&尿胆原"

X*Q

$两组之间比较!差异无统计学意义"

B

$

#3#"

$%结论
"

临床实际工作中对尿液检测中应考虑到

检测对象的工作性质对结果的影响!避免误诊&误治!为临床提供准确的数据%

关键词"体位'

"

干式化学'

"

尿沉渣

!"#

!

$#3+4!4

"

5

367783$!9+:'$+#31#$13$"3#""

文献标识码"

2

文章编号"

$!9+:'$+#

"

1#$1

$

$":$4#":#1

""

尿液检测是临床检验最常见的检查项目#很多疾病可以通

过尿液检测而早期发现)随着医疗技术水平的不断发展#尿液

分析仪已广泛应用#尿液中各成分的检测也从传统的手工湿化

学法转变为全自动干化学分析#使尿液分析实现简便*快速和

统一'

$

(

)尿液分析能反映许多脏器#如肾脏*肝脏*内分泌等功

能的最常用的化验检查#通过尿液常规的检查#往往能够发现

许多疾病#或者说为许多疾病的诊断提供线索#干化学分析仪

检测尿常规已被普及使用#运用干化学法检测尿液简便*快捷#

但干化学法永远不能代替镜检法#显微镜检查仍是尿液有形成

份检测的金标准'

1

(

#但在实际工作中#有许多因素直接干扰尿

液常规自动化检验的准确性#如不能及时客观地分析#有时会

误导临床诊断)通过多年临床检验工作中发现#体位也是影响

尿液检测结果的重要因素#尤其是对蛋白质$

W*Q

%*隐血

$

2]e

%*红细胞$

*2)

%和尿胆红素$

2(]

%的影响明显#本组通过

对我校
"!#

名专职教师和
1'#

机关工作人员体检的尿液结果

进行分析比较#现将尿液检测结果的作以下分析和总结以供探

讨)

A

"

资料与方法

A3A

"

一般资料
"

选择我校健康体检从事教学的老师
"!#

名#

机关工作人员
1'#

名#年龄
1#

"

!#

岁)

A3B

"

标本留取要求
"

采用一次性塑料尿杯留取空腹晨尿$中

断尿为主%#

1E

内检测完毕)

A3C

"

检测方法
"

尿液干化学分析采用优利特
:$##

型干化学

分析仪及配套干化学试带)尿干化学质控方法参照丛玉隆'

+

(

报道的方法)尿沉渣显微镜检查方法采用
1##1

年卫生部临床

检验中心颁布的尿沉渣标准化操作的建议'

'

(

)

+

"#4$

+

国际检验医学杂志
1#$1

年
%

月第
++

卷第
$"

期
"

(8D\]AN.C&

!

;H

M

H7D1#$1

!

U=I3++

!

0=3$"



A3D

"

判断标准
"

尿液干化学项目阳性判断以机测结果为准#

尿液沉渣有形成分以镜检出任何一项有形成分视为阳性#反之

视为阴性)

A3E

"

排除干扰因素
"

排除月经血*酵母菌*球形草酸钙结晶造

成的污染)

A3F

"

统计学处理
"

两组间结果比较采用
%

1 检验#以
B

%

#3#"

差异有统计学意义)

B

"

结
""

果

B3A

"

两组尿液干化学分析情况
"

两组干化学分析结果的阳性

率经统计学处理发现蛋白质
W*Q

*

2]e

和
2(]

结果差异均有

统计学意义$

B

%

#3#"

%#其他项目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$

B

$

#3#"

%#见表
$

)

表
$

""

两组尿液干化学分析比较#

b

$

组别
&

尿液干化学分析项目

2]e ]VX W*Q -]X 0(/ YV/ X*Q 2(] W, R-

教师组
"!# "1 '# '# % + " $1 $% 4 9

机关干部
1'# $1 $! 9 1 1 + " 1 ' +

%

1

c '3$4 #3#! "3'+ #3$1 #3$$ #3#$ #3#+ +34$ #3#! #3$1

B c

%

#3#"

$

#3#"

%

#3#"

$

#3#"

$

#3#"

$

#3#"

$

#3#"

%

#3#"

$

#3#"

$

#3#"

B3B

"

两组尿沉渣结果分析
"

两组尿液沉渣
*2)

*

P2)

及上

皮细胞和管型结果的阳性率#经统计学处理除
*2

差异有统计

学意义$

B

%

#3#"

%#其他沉渣结果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$

B

$

#3#"

%#见表
1

)

表
1

""

两组尿液沉渣检出的结果比较

组别
&

尿沉渣分析项目

*2) P2)

上皮细胞 管型

教师组
"!# '% '# +1 !

机关干部
1'# $# $! $# +

%

1

c '3%" #3#! #3%$ #3#1

B c

%

#3#"

$

#3#"

$

#3#"

$

#3#"

C

"

讨
""

论

一般认为体位性蛋白尿属于生理性的蛋白尿#不会引起肾

脏损害)但是研究得知#可以导致体位性蛋白尿的原因除了生

理性的之外#还有病理性的因素#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地治疗

很有可能会导致慢性肾功能不全的出现)有很多的患者在站

立和活动时蛋白尿显示阳性#当静卧休息时蛋白尿就显示阴

性#所以作者就判断该患者是体位性蛋白尿)是属于生理性的

蛋白尿#不会引起肾脏损害)但是研究得知#可以导致体位性

蛋白尿的原因除了生理性的之外#还有病理性的因素#如果得

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很有可能会导致慢性肾功能不全的出现)

申家辉等'

"

(报道长期处于站立位的教师和银行职员两组分析#

其尿液中除蛋白质外#隐血和红细胞阳性率也明显高于银行职

员#差异有统计学意义$

B

%

#3#"

%)过去认为体位性蛋白尿不

属于肾炎或肾病范畴#但国外的统计资料表明#有一部分体位

性蛋白尿的患者#可能是隐匿性肾炎的早期表现#肾活检亦证

实体位性蛋白尿约半数有局灶性肾炎)因此#要注意长期追踪

观察#定期复查#注意尿常规*血压及肾功能的变化)

本文通过两组对比#干化学分析结果的阳性率经统计学处

理发现蛋白质
W*Q

*

2]e

和
2(]

结果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$

B

%

#3#"

%#其他项目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$

B

$

#3#"

%)本

次检测尿液干化学分析
2]e

阳性结果均经粪便隐血胶体金试

带确认#排除了假阳性情况&而且剔除了年龄因素干扰的情况

下蛋白质*隐血和
*2)

计数在教师组阳性率明显升高#究其原

因作者认为!当今高校不断地扩招#学生数量逐渐增多#教师队

伍匹配出现不到位#以及学校基础建设中学生上课教室得不到

满足#往往排成大课去上#长期处于站立讲课状态#前突的脊柱

压迫肾静脉#或因直立过久肾脏下移#肾静脉扭曲造成肾静脉

淤血#淋巴*血流循环受阻&精神高度紧张#疲劳#机体抵抗力降

低#容易导致上呼吸道感染#细菌或病毒免疫复合物沉积在肾

小球基底膜上&引起肾血管痉挛或充血等暂时性功能改变#使

肾小球毛细血管壁通透性增高#导致蛋白质和
*2)

从尿液排

出'

!

(

)两组体检人员同时做肾脏
2

超和肾功能化验结果均正

常#说明目前这种情况仍为生理状态)此外#教师由于长期站

立#相对机关干部而言#教师饮水量较少#常常出现口干*口渴#

时间长使尿液浓缩#在尿干化学分析中
2(]

出现阳性)

因此#作者认为临床实际工作中对尿液
2]e

和沉渣显微

镜
*2)

及轻度蛋白尿阳性结果一定要综合分析)在考虑到常

见生理因素影响的同时#不要忽略了工作性质即体位因素对尿

液检查结果的影响)健康体检尿液标本也要强调分析的标准

化和高度重复性#也应强调显微镜复查#并正确理解干化学法

和显微镜检查结果之间的相互补充'

9

(

)如果尿液分析仪检测

尿隐血与尿镜检红细胞两种方法结果明显不符#特别是仪器明

显阳性镜检阴性时#我们必须结合临床和患者的工作性质综合

分析#找出真正引起隐血阳性的原因#对临床疾病的诊断有很

大的参考价值'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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